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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武汉定位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城市的目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需求

大幅增加，城市拥堵、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传统城市交通面临转型，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智慧交通必将是解决交通问题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分析武汉市当前信息化建设现状与发展条件，以构建

全国一流的交通大数据中心为建设目标，引出了武汉市交通大数据中心的建设构想，并以大数据中心为依

托，构建四大应用服务平台，开展三大智慧交通应用示范工程，从而以点带面，带动武汉市智慧交通的建

设，以适应武汉市两型社会、智慧城市、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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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武汉市域面积 8494 平方公里，全市常住人口 1016 万，2013 年全市 GDP 总量达到 9051

亿元，2014 年预计突破万亿大关。随着武汉陆续获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两型社会、

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智慧城市示范城市，武汉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 

2008 年以来，武汉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进入攻关期，年均交通建设投资超过 400

亿。2013 年武汉市交通建设投资超过 500 亿，占 GDP 比重约 5.0%。道路交通方面，快速

路已通车里程超过 200 公里，占规划总里程 353 公里的 60%。十二五末将形成总规中提出

的“三环六联十三射”的快速路网；过江交通方面，主城已经形成七桥一隧过长江、五桥过

汉江的格局，目前有 2 个过长江通道、1 个过汉江通道在建；轨道交通方面，已经建成 3 条

轨道线，通车里程 90 公里，至 2017 年建设总规模达到 215.3km，基本形成覆盖武汉三镇的

轨道交通网络体系。 

与此同时，城市交通需求不断增大，至 2014 年，武汉市机动车总量超过 180 万辆，月

均增长 2.5 万辆，与 2013 年的月均 1.8 万辆相比，机动化进一步提速；主城区高峰小时流量

大于 1 万辆的路口由 2010 年的 9 个增加到 36 个，在集中施工期加剧城市拥堵；城市交通拥

堵态势日趋严峻，主城区交通拥堵指数由 2012 年的 4～6（轻度拥堵）上升至 2014 年的 6～

8（中度拥堵），高峰期严重拥堵时间逐年增加；城区空气环境日益恶化，城区环境优良天数

为 160 天，较 2012 年减少 161 天。 

国际发达城市和国内一线城市已经或即将面临转型期，这也是武汉市未来必然面临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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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形势。武汉市委市政府确立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的战略方针，至 2049

年将建设成为更具竞争力和更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这要求武汉在对打造国家级综合交通

枢纽、交通支撑城市空间结构新格局、城市机动车发展等战略思考的同时，进一步考虑如何

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智慧交通技术做好城市交通规划、缓解交通拥堵问题、促进智能交通管理、

服务市民出行等方面，那么发展信息化、智能化交通将是必然选择。 

2 武汉市智能交通建设现状 

2.1 各行业部门系统建设 

武汉市路桥隧收费从 2011 年 7 月 1 日零时开始实行 ETC 收费，对通过长江二桥、长江

隧道、白沙洲大桥、天兴洲大桥、睛川桥、月湖桥、长丰桥的车辆按 ETC 方式征收通行费，

原通行年费征收方式同时停止。ETC 电子标签识别率达 99%以上，车牌抓拍系统对未安装

电子标签车辆的综合识别率达 90％以上，系统能够实现不停车电子收费的各项功能。 

武汉市交管局的信息系统在 2012 年依托世行二期资金，建成了包含 87 个方向的卡口系

统，400 多个路口的车牌识别和过车拍电子警察系统，能动态反应武汉市主城区内大部分路

口路段的交通流量状况。 

市交委信息系统包含出租车调度信息系统和公交调度和到站发布信息系统（世行二期子

项）。至目前为止，全市 1.5 万辆出租车和 7500 辆公交车全部安装了 GPS 卫星定位系统。 

2003 年 1 月，湖北省高速公路正式启用公路联网收费管理系统，高速公路收费方式实

现了由传统的人工收费向非接触式 IC 卡半自动化收费转变，提高了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水平。 

2004 年底，全长 188 公里的武汉绕城高速全线通车。绕城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建立了交通监

测系统、人工半自动收费系统等。 

隶属武汉市国资委的一卡通公司通过 IC 卡结算系统处理公共交通刷卡资费，武汉市 IC

卡共发卡近 1000 万张，其中公交乘客的使用率达到七成以上，民众可以刷卡乘坐公交、地

铁、轮渡等。 

2.2 存在问题 

武汉市各行业均已建立了各自的信息系统平台，在交通管理、行业分析等方面均发挥了

作用，为构建智能交通系统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来源。这些交通数据以及相应系统分属不同交

通管理部门，互不交换和共享资源，形成了严重的“信息孤岛”现象，存在缺乏市级信息共享

与交换平台、信息体系建设分散且偏重于行业管理、交通综合信息分析能力有待提高、信息

服务方式和内容单一等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在顶层建设一个综合交通信息的综合平台，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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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交换、共享来自不同交通信息系统资源，通过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以进一步提

高行业管理的能力。 

（1）信息共享融合不足。系统在各自行业内建设，应用系统建设较多从部门管理需求

出发，各自在平台分散建设，没有体现交通综合信息化的要求，“信息孤岛”严重，行业数

据无法在整个交通行业共享，缺乏考虑整体效益的发挥，同时存在着重复建设的现象； 

（2）数据挖掘不够。数据和信息基本处于粗加工阶段，由于各行业的数据均不全面，

不利于达到交通信息服务的多样化和实时动态化要求，影响交通信息应有价值的体现，难以

推动具有规模效应的交通信息产业链建立； 

（3）标准化工作滞后。目前全市没有统一的数据格式与标准，信息交换和对接存在较

大的困难，不利于数据融合的实现； 

（4）公众服务有限。各行业数据由于挖掘不够，只片面服务于各自行业管理，对数据

的潜在价值没有利用，与国外丰富多彩的信息发布相比，发布的方式和内容十分有限。 

3 建设必要性分析 

武汉市交通大数据中心的构建，将形成各交通行业系统数据的共享与交换中心，对于政

府决策支持、行业管理、交通研究、社会公众出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武汉市目前城市道路骨架基本形成，城市交通现状决定了实施智能交通管理是根本

解决武汉市交通矛盾的最佳途径。 

 国内外大量的成功建设经验与实际应用效果表明，智能交通必然是未来交通发展的

大趋势。 

 武汉智能交通系统现状造成“信息孤岛”，迫切需要在顶层建设一个能统一整合、

交换共享、深度挖掘的综合智能交通信息系统。 

 建设武汉市智能交通系统，是实现辅助政府决策和部门管理、服务交通规划研究、

服务公众出行、减少交通污染、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 

 伴随着武汉列入国家智慧城市第一批试点城市，建设“智慧城市”是重要战略目

标，以符合武汉中部中心城市的地位，发挥中部中心城市的示范带头作用。 

4 总体建设方案 

4.1 建设目标 

武汉智能交通示范项目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建设“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智

能交通信息平台为目的，打造全国首个市级交通大数据中心，通过构建规范统一的市级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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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共享标准，汇集、整合、交换、处理多源异构基础数据资源，消除部门之间的“信息孤

岛”、提高智能交通管理效率、增强公众信息服务水平、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

实现武汉市综合交通信息一体化、交通管理智能化、交通指挥高效化、交通规划建设决策科

学化、交通信息管理标准化、居民交通出行智能化。 

4.2 总体建设构架 

武汉市交通大数据中心平台总体建设方案由 1 个市级交通大数据中心、4 大应用支撑服

务平台、3 个重点工程构成，形成“1+4+3”的总体建设方案。 

 

 

 

 

 

 

 
图 1 武汉智能交通示范项目系统框架图 

（1）一个市级交通大数据中心。 

“1”是一个市级交通大数据中心，是武汉市交通信息资源枢纽和智慧交通大脑，负责

信息汇聚、整合处理、共享交换、融合分析各交通部门的数据，规范统一的数据标准格式，

构建共享机制，同时通过大样本交通数据的挖掘，为政府、公众和行业部门传递融合信息提

供支撑，是“4”和“3”的核心。 

（2）四大应用服务支撑平台。 

 “4”是面向应用的四大支撑服务平台，即基础研究平台、决策支持平台、行业服务平台、

公众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实时监测并定量分析城市交通问题，面向

政府决策、行业管理、交通研究、社会公众，提供全方位的交通信息支撑与服务。 

 基础研究平台 

交通研究平台是以运行分析诊断和决策支持预测评估为核心，集数据挖掘处理、专题分

析、交通仿真、评价模型、综合分析、决策支持为一体，对城市交通拥堵会商、基础设施建

设规划、交通发展战略和政策、行业发展规划和管理决策、公众信息服务以及其他重要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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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核心研究和技术支持。 

 政府决策平台 

政府决策平台主要是利用交通研究平台和智能化分析工具，在交通研究各分享子系统的

基础上，抽取与融合结果数据，为集中会商与联合诊断、交通发展综合态势研判预警进行综

合交通治理方案评估决策。 

 行业服务平台 

行业服务平台是以交通研究平台为基础，为各交通行业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换提供

支持，提高交通行业共性信息发布的一致性，辅助交通部门信息化建设，推动完善各自行业

平台系统，完成交通数据从汇聚、融合、定制、服务的一条龙应用。 

 公众服务平台 

公众服务平台通过多源交通数据的融合分析，将交通数据处理为服务市民出行的有用信

息，并通过手机、网站、电台、汽车等媒介推送。主要包括提供出行前信息、出行中信息和

停车诱导信息等。 

 
图 2 “1+4”的整体软件架构 

（3）三个智慧交通重点工程。 

 “3”是打造国内领先、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三个智慧交通重点工程，一是智能交通管理

工程，新建部分电子警察、流量检测、事件检测、匝道控制与诱导设备，联合交管局打造国

内一流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二是智慧公交改造工程，在城市主干道新建一部分智能公交站点，

实现公交车辆智能化改造，并加设公交电子站牌；三是智慧交通片区工程，以整合停车资源

为核心，建设万松园智慧交通停车片区和二七滨江智慧交通综合示范片区，以点带面，推进

武汉市智慧交通的全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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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从武汉市交通信息化建设现状、建设必要性上提出了建设武汉市交通大数据中心的

迫切需要，并简单的阐述了总体建设框架的构想，仅为抛砖引玉之用。在信息化、互联网飞

速发展的今天，传统交通研究必须要依托城市大数据的信息分析与挖掘，才能为政府决策、

交通研究、行业管理、社会公众提供更全面、准确、有效的基础数据，更好地为城市交通发

展战略、城市道路网络规划、机动化发展政策、节能减排等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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